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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河网密集区域内涝防治工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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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沿海某市一区域内涝防治为例，对内涝防治的设计要点进行归纳， 从而可供类似项目设计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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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design points of waterlogging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re summarized by taking an area of a coastal city 
as an example,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similar projec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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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背景

过去几十年，我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普遍存在重发

展、轻保护的现象，生态本底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城

市蓄水排水能力显著降低，城市排水防涝设施长期投入

不足、建设标准低、维护不到位，短板突出，加之我国

大部分城市汛期降雨比较集中，城市内涝灾害越来越严

重，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甚至危及生命财产

安全，成为新的“城市病”。中央“十四五”规划纲要

明确提出，生态文明建设要实现新进步、国家治理效能

要得到新提升。因此，解决城市内涝灾害及城镇生活污

水收集发展不均衡、不充分问题，日益得到国家和各级

省市的高度重视。

广东沿海某市一区域存在排涝标准不高、排涝能力不

足、设施老化、工程体系不完善等诸多情况，根据现有资

料统计，2020年至2021年，区域内内统计共有8个易积水

点，共计发生超50点次，积水深度在10-35cm范围，水浸点

总积水面积超10000m2，内涝形势依旧严峻。

2  工程目标

该项目工程目标为：到2025年底前，基本消除现有隐患

点的内涝风险。 

2.1除特殊情况外，区域内排水管网工程新（改）建雨

水管道设计重现期不低于P=5；

2.2山洪治理工程设计满足20年一遇24小时暴雨不

成灾；

2.3内涝防治标准满足100年一遇标准下工程实施区域不

内涝，确保工程实施区域内居民住宅和工商业建筑物的底

层不进水和道路中一条车道的积水深度不超过15cm；并满

足《室外排水设计标准》中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下的最大

允许退水时间要求。

3  工程总体方案

该工程以 “系统治理，污涝同治”为总体设计理念，

以工程建设目标为导向，工程方案设计以山洪治理工程和

城建区排水系统工程为主，结合智慧水务非工程措施，实

现消除现有隐患点的内涝风险目标，高质量完成大岗镇污

水收集系统提升工程。

3.1  山洪治理工程

工程方案设计总体思路为“高位截洪，优化调度”，通

过上游蓄滞、下游截排，对十八罗汉山现状塘库进行生态

整治，完善山体涵养，蓄水、固水系统；分区完善截洪、

分洪、泄洪系统，结合区域排水系统整治，使山洪从下游

城区市政雨水管网系统中剥离，形成山洪、内涝独立排泄

的区域防洪排涝新格局。

山洪治理工程主要包括山洪蓄滞工程和山洪截排工程两

大部分。

山洪蓄滞工程包括塘库整治工程10宗、生态修复

26692.00m2；塘库整治工程分3个片区，二湾大街片区4宗、

豪龙路片区3宗、深坑、仙庙片区3宗，塘库整治后可分别

控制3个片区内20年一遇24h洪水量的100%、93%、50%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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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生态修复工程报告实施鲤鱼尾林地水土流失治理工

程，整治面积约26692m2；构建10座塘库生态驳岸（面积约

37121m2）。

山洪截排工程可分为十八罗汉山东、西两侧，其中，

西侧又分为北侧（二湾大街片区、群力街片区）、中部

（豪龙路、耀华厂、岭东村上游片，潭山片区）、南侧（

深坑片区、仙庙片区）三部分。工程建设内容包括新建

暗渠1357.72m，拆除扩建暗渠1337.86m，新建/整治明渠

2742.31m，暗渠复明468.81，新建截洪沟2781.55m，改造完

善截洪沟465.28m。

3.2  城建区排水系统工程

城建区排水系统工程包括雨水管网系统、排水单元改造

工程两大部分。

雨水管网系统工程以“源头减排、雨水管渠及排涝设施

系统综合治理”的思路，结合现状条件，工程建设内容包

括雨水管渠完善及提标工程、管网修复工程、海绵城市工

程、雨水调蓄工程等，配合河道防洪排涝设施建设，形成

一套系统、协调、完善的综合治理方案。

排水单元改造工程根据各排水地块管网建设运行的实际

情况，制定各地块的建筑雨水剥离方案，通过建筑雨水剥

离工程的实施，实现雨、污水的彻底分流，达到污水系统

提质增效，提高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同时降低现状合流

管道雨天时的运行负荷，降低内涝风险。工程建设内容包

括新建雨水边沟、建筑立管改造、新建雨水主管、新建污

水支管。

3.3  水务在线监测工程

水务在线监测工程包括山洪预警监测方案、管网系统监

测方案、重点工程视频监控三大部分。

山洪预警监测方案：监测对象及监测指标包括山塘的水

位、降雨量和河渠的水位、流量。监测点位布设应满足防

汛抗旱、水资源管理、河势演变及水工程管理运用等方面

需求，布设位置主要在危险易漫堤处、重要汇入口（山洪

沟汇水处、汇入主河道口）、重要蓄水湖处、重要闸泵设

施处等。

管网系统监测方案：监测对象及指标包括泵站的出水流

量、水质；污水管网的流量、液位、水质；雨水管网的流

量、液位、水质。流量站布设于污水管网中主干管及一级

支管、雨水主干管、截污溢流风险处、泵站出水管等；水

质站布设于污水泵站前池、污水管网主干管、截污溢流风

险处等；液位站布设于污水管网中一二级支管及高水位管

段、雨水排口上游截流井、水浸风险处的窨井、截污溢流

风险处等。

重点工程视频监控：监测对象及指标包括现地水浸、

安全设施部署及涉水人员的视频图像；现地工程设施、

涉水人员的视频图像；山塘下泄情况、山塘水面及涉水

人员的视频图像；沿河地质灾害段及周边人员得视频图

像。视频监控点布设原则应根据河流、闸站、泵站、水

质站、重要测流断面等不同监视对象的特点，合理选择

监视前端位置。本项目在水浸点、水闸处进行视频监控

布设。

4  工程模型评估

模型输入边界条件主要有河道管控水位及降雨。

4.1  河道管控水位

本工程所在区域根据区域防洪排涝规划，工程区域

河道管控水位在6.0m以内，水位过程见下图，偏安全考

虑，本次内涝模拟过程中，河道水位边界条件采用管控

水位过程。

图1  河道管控水位过程图

4.2  降雨

设计标准为管网设计暴雨重现期不低于P=5，山洪设计

标准不低于 20 年一遇 24 小时暴雨不成灾；极端工况为内

涝防治标准100 年一遇条件下：居民住宅和工商业建筑物的

底层不进水，道路中一条车道的积水深度不超过 15cm；最

大允许退水时间 1h， 交通枢纽地区 0.5h。管网、山洪截

洪设施设计时，已按照设计标准进行设计，模型推演条件

重点为极端工况模拟，因此，模型输入边界条件中降雨标

准为内涝防治标准100 年一遇。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50014-2021）规定：“内涝

防治系统是应对长历时、长降雨状态下的排水安全，根据

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校核地面积水排除能力时，应根据当

地历史数据合理确定用于校核的降雨历时及该时段内的降

雨量分布情况，采用数学模型计算，计算中降雨历时一般

采用3h~24h。各地应根据当地统计资料，确定内涝防治设

计重现期和设计降雨历时所对应的设计降雨量，以便公众

理解。”

根据区域规划，区域内1 0 0年一遇长历时暴雨

强度公式为q=6320.783/（t+13.456）^0.708，当

t= 3 6 0 m i n、7 2 0 m i n、1 4 4 0 m i n时总降雨量分别为

206.10mm、255.61mm、315.00mm，偏安全考虑，内涝防治标

准降雨历时采用1440min （24h），采用同频率分析法给出

了1440min长历时设计暴雨雨型5min 时段的分配比例分率，

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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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项目区域内5min 时段、历时 1440min 时程分配百分率

根据上述分配百分率，将t=1440min时总降雨量

315.00mm带入上述分配比例系数，可得对应100年一遇下历

时1440min降雨时程分配，该分配成果即为模型中降雨输入

边条件，见下图。

图3 项目区域100年一遇 5min 时段、历时1440min 时程雨型分配图

本工程设计标准为管网设计暴雨重现期不低于P=5，山

洪设计标准不低于 20 年一遇 24 小时暴雨不成灾。采用

内涝防治标准100 年一遇设计暴雨过程对方案进行了模型模

拟、评估，结果表明大部分区域能够达到足100 年一遇内涝

防治标准，即在上述条件下：居民住宅和工商业建筑物的

底层不进水，道路中一条车道的积水深度不超过 15cm；最

大允许退水时间 1h， 交通枢纽地区 0.5h。

对于设计工况部分道路未达到100 年一遇内涝防治标

准的区域，主要原因是相对周边区域地面较低洼（甚至

少量区域地面高程低于管控水位6m）造成内涝积水，解

决措施主要分两方面考虑，一是对于面积较小的区域，

管网施工时适当抬高局部低洼地面，二是对于面积相对

较大的区域，进一步扩大该区域管网（或接入更大的管

网进行分流）。

5  结论

在全球气候异常、极端超标暴雨频发的情况下，本文研

究区域长期受暴雨洪涝灾害困扰， 城市水安全问题突出。

通过对历史资料分析，认为极端的降雨强度、山水直接进

入市政管网以及城市化建设造成的城市下垫面 “硬底化”

、蓄滞能力降低、城市排水管网和河道排水排涝能力不足

等是产生洪涝的主要原因， 另外外江潮水顶托也是一个重

要原因。 从规划、建设、治理角度出发，需以流域整体观

和韧性防御理念开展防洪排涝工程建设，把防洪排涝有关

要求作为城市发展的刚性约束，建设城市内涝实时监测预

报预警系统，对洪涝风险点按 “一涝一策”针对性治理，

对防洪排涝工程和调度进行规范化管理，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通过本工程的实施，可基本解决本区域内涝问题，并形

成“源头减排、管网排放、蓄排并举、超标应急”排水防

涝工程体系，基本保障城市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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